
谣言：快递签收即认可商品质量
真相：最高法发布并于3月15日

实施的《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明确，
签收即认可商品质量属于格式条款，
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谣言：无糖饮料可以让皮肤更健康
真相：无糖饮料并非不含糖。

无糖饮料中除了甜味剂，可能还有
其他添加剂，长期大量饮用，再加上
饮食长期不均衡等因素，可能反而
会造成肠道菌群的失调，对皮肤产
生不利影响。

谣言：千万别吃，四川邛崃肯德
基冷链食品检测呈阳性
真相：2021年8月，邛崃市接到对

进口鸡翅核酸检测的协查函后，立即
启动了冷链食品风险防控应急预案，
相关部门对涉及的百胜餐饮（成都）
有限公司司马大道餐厅（肯德基家乐
福店）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对该店涉
及的从业人员、货品、环境进行管控
和全面核酸检测。经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谣言：成都天府新区恢复区域限购
政策，且全国范围内“认房认贷”
真相：2021年3月，成都市住建局

官方公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调整成都市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通知》明确，该
项政策只针对成都市，并非全国范
围。此外，所谓的成都天府新区恢复
区域限购政策也属无中生有。

谣言：代购帮你实现“冰墩墩自由”
真相：一“墩”难求之下，多地出

现代购“冰墩墩”骗局。根据官方消
息，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将至少持续
销售到今年6月底，目前已协调采取积
极措施推进生产，会有源源不断的“冰
墩墩”供应到市场。

谣言：“抗幽牙膏”能杀灭幽门螺
旋杆菌
真相：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通过

使用牙膏刷牙能够对存在于胃部的
幽门螺旋杆菌产生影响。宣称具有

“抗幽门螺旋杆菌”的牙膏等产品可
能添加了广谱抑菌剂，如长期大量
使用，可能导致口腔内菌群紊乱，不
利于口腔健康。

谣言：会理石榴滞销烂在地里当
肥料
真相：谣言视频中所谓石榴滞销

的画面和声音都是拼凑制作。这样的
虚假信息，扰乱了石榴市场的销售秩
序。2021年10月，会理当地多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组开展网络市场“卖惨”营

销整治，23个账号被处理。

谣言：没有购房、卖房资格，中介
能“帮忙代持”搞定
真相：2021年4月，成都市住建

局、四川银保监局、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营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风险提示，商
品房在未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之前禁
止转让或以更名方式变相转让。提示
明确，不要借用他人资格和名字“代
持”购买商品住房，这种方式购买的商
品住房在办理不动产证时将登记为他
人所有，一旦发生纠纷，出资人相关权
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谣言：角膜塑形镜能治愈近视
真相：角膜塑形镜并不能真正治

愈近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近视
进展。此外，角膜塑形镜如果使用不
当还存在引起并发症的风险，并非所
有近视者都适合使用。

谣言：各种证书无门槛，花钱
“考”证包过，拿证挂靠就赚钱
真相：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

师、公共营养师等多个职业都已陆
续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此外，
一些职业证书有报考条件，且不允
许“挂靠”，所谓“代报名解决所有报
考难题且可以挂靠赚钱”的说法不
要轻信。

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3·15”辟谣榜（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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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发布“3·15”辟谣榜
榜单用事实说话，帮助消费者远离消费陷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苟春

快递签收即认可商品质量？无糖
饮料可以让皮肤更健康？这些熟悉的
说法其实都是谣言！

3月15日，四川互联网辟谣平台及
其成员单位，甄选过去一年发布的各大
辟谣信息，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权
威发布“3·15”辟谣榜。榜单以实验数
据为证，用事实说话，帮助消费者建立
正确认知，远离消费陷阱，营造清朗网
络空间。

谣言专门蹭热点擦亮双眼别上当

“抗幽牙膏”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
角膜塑形镜能治愈近视？梳理“3·15”辟
谣榜可以发现，涉及消费领域的谣言随
着消费趋势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其中
一大特点是将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技
术移花接木到谣言中。如“治幽”产品，
随着2021年底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将幽门螺旋杆菌列入致癌物后，就有商
家蹭热点，谎报科研成果，将各种保健
品或普通日化用品包装成“治幽”产品。

此外，造谣者会根据社会消费热
点，捏造概念或炮制谣言。譬如健康、
购房等是当下的消费热点，于是就有了
邛崃肯德基冷链食品检测呈阳性、成都
天府新区恢复区域限购政策等谣言出
笼；北京冬奥热带火了冰墩墩，于是造
谣者投市场所好，谎称代购能帮你实现

“冰墩墩自由”。

“无糖”饮料无糖？实验数据打脸

近几年，伴随着“身材焦虑”“容貌
焦虑”，无糖饮料也火了起来。贴着无
糖、低糖标签的饮料迅速站上了“C位”。

对于管不住嘴又怕发胖的人来说，
无糖饮料的魅力在于，既能过足嘴瘾，
又能少很多“罪恶感”。还有不少爱美
人士为了“控糖”选择无糖饮料。在他
们看来，这样“戒糖”能够减缓皮肤衰

老。
那么，无糖饮料真的这么“完美”

吗？
记者从超市购买了6瓶标有“无糖”

字样的饮料，在西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对这些饮料
进行了含糖量检测，结果发现仅一款

“无糖”饮料的含糖量为0。
“市面销售的无糖饮料，是指不加

甜味糖的，它跟真正的‘无糖’不是一个
概念。”西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教授车振明介绍，很多“无糖”饮料中的
碳水化合物含有焦糖色素，这些成分进
入体内，都会转化为糖。

车振明提醒，对于配制性饮料，不
要每日必喝，长期大量饮用没有益处。
但大家也不用过于恐惧，“偶尔喝一下，
包括喝一下非无糖饮料，甚至糖分含量
高一点的饮料，对于减肥或者糖尿病，
影响并不是很大。”

后厨里，店员将顾客食用后的锅底
倒进滤网，油料缓缓流进桶中……举报
者在成都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某串串店拍
下了这样的视频，称这家店在使用老油。

食品安全关乎重大民生，“食品安
全执法行动”也是“春雷行动2022”的重
要内容。接到举报后，成都市双流区市
场监管局立即联合区公安分局进行调
查处理。

突击检查
后厨存放使用后的锅底

无法提供餐厨垃圾回收记录

3月3日上午10点过，双流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及双流区公安分局民警，
来到了举报所指的砂锅串串店。

执法人员对该店厨房及操作间进

行了突击检查。厨房内放置着多个桶，
桶里的油料颜色不一。

“这是什么？”执法人员指着颜色较
深的油料问道。该店负责人刘女士称，
这是前一晚收回的没处理的锅底，由于
凝固了不好倒掉，准备将其熬化了再倒。

按照餐厨垃圾处理规定，凡餐饮企
业产生的餐厨垃圾，都需要经过干湿分
离后，由专门机构进行回收处理，而刘
女士并不能提供餐厨垃圾回收登记台
账记录。

执法人员多次询问是否使用老油，

刘女士都一口否认。

现场查处
老板承认锅底添加老油

串串店被立案调查器具被封存

执法人员分工合作，一面将店内员
工带到规定场所进行询问，一面留守店
内继续收集证据。

看到被拍下的回收老油的视频后，
刘女士最终承认了相关事实。她称去
年以来生意大幅下滑，听有顾客说老油
的味道更好些，于是从今年正月初六开
门营业以来，该店开始在锅底添加老
油，“新油（火锅红油）加三分之二，老油
加三分之一。”

当记者问李女士是否知晓在火锅
中添加老油是违法行为时，她追悔莫
及：“我看到手机上这样说（是违法的），
所以添得少……”

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当场对该店现
存的老油和相关器具进行了封存、暂
扣，并作立案调查处理。

锅底掺杂老油 这家串串店遭起
市场监管部门已对该店立案调查

3·15云发布

桶里装着颜色不一的油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实习生 刘宇凌


